
舟山市耕地保护利用规划
（2023-2027年）

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12月

— 公示稿 —



前言 PREFACE

《舟山市耕地保护利用规划（2023-2027年）》（以下简称

《规划》）牢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舟山市的嘱托，坚持恪守舟山市

的历史使命担当，立足舟山市耕地本底资源，探索构建与高水平保

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相协同的耕地保护利用空间格局。

《规划》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

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重点把握保护与保障、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全面提升耕地高质量保护利用水平，为推动全市耕地保护、保障粮

食安全提供坚实支撑。

《规划》落实《浙江省耕地保护利用规划（2023-2027年）》，

与《舟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有机衔接，是全

市耕地保护利用的总纲，是指引规划期内耕地保护利用目标落实、

布局优化、结构调整、要素配置和实施管控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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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规划总则 

1.1 指导思想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范围

1.4 规划期限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严格耕地保护利用的重要精神，按照

市委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竞争力、率先实现海域海

岛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两个先行”的工作部署，以“长牙

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科学编制耕地保护利用规划，整

体谋划全域耕地保护利用格局，统筹未来一定时期的耕地

保护利用工作，不断提高耕地保护利用水平。

1.2 规划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

  坚持底线思维

  坚持藏粮于地

  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公众参与



规划范围与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一致，具体包括
行政辖区内现状所有耕地、恢复属性地类以及各类整治新
增耕地潜力。

基期年为2022年;

规划期限为2023至2027年。

1.3 规划范围

1.4 规划期限

耕地

恢复属性地类



02  梳理现状本底资源   

2.1 自然地理格局

2.2 耕地资源基础

2.3 “十三五”主要成效



      陆域总体呈现:“五山两城一分田， 一滩一水夹岛间”

2.1 自然地理格局

五山： 林地占陆域总面积比例41.29%

两城： 建设用地占陆域总面积比例24.90%

一分田： 耕地、林地占陆域总面积比例11.98%

一滩： 滩涂沼泽占陆域总面积比例10.32%

一水： 水域占陆域总面积比例5.85%



耕地集中分布主要海岛

农业资源类型丰富多彩

2.2 耕地资源基础

耕地规模总体保持稳定

坡度分布总体平坡为主

优质农田互相交错分布

”多田套合“比例相对较低



2.3 “十三五”主要成效

“十三
五”主 
要成效

 多措并举严守耕地红线

 合力健全耕地保护体系

 千方百计促进提质增优

 创新探索打造数字智保

 部门联动建设美丽田园5

4

3

2

1



03  构建耕地保护格局

3.1 耕地保护格局

3.2 耕地保护目标



一心：舟山本岛耕地保护核心

多片：耕地集中连片片区，打造

千亩方、百亩方耕地集中连片

五环：六横岛、朱家尖岛、岱山

岛、衢山岛和嵊泗岛中部山体，在

山脚的海积平原地区形成环状耕地

布局区域

      耕地保护格局：“一心五环多片”

3.1 耕地保护格局



3.2 耕地保护目标

2027年，耕地保护目标20.88万亩，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14.51万亩。



04  严格耕地用途管制

4.1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严格保护

4.2 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进出平衡

4.3 加强耕地补充和质量建设



4.1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严格保护

严格永久基本农田占用和补划

p保质保量划实永久基本农田

p优先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补划

p严格管控永久基本农田占用

p及时更新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

p完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

p构建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监管机制

p强化永久基本农田执法监管机制

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机制



4.3 加强耕地补充和质量建设

4.2 严格管控一般耕地进出平衡

建立耕地进出平衡监管机制

统筹推进恢复属性地类整改

规范落实耕地年度进出平衡

统筹强化耕地补充力度

稳步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合力推进耕地质量建设

有序开展绿色农田建设



05  优化耕地利用布局

5.1 统筹划定耕地重点区域

5.2 有序推进耕地“多田套合”

5.3 探索开展陡坡耕地布局优化



结合”多田套合”和永久基本农田连片整治，以促进
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指引，构建与农业生产力布局相匹配的
耕地保护空间，形成16片耕地重点区域。

5.1 统筹划定耕地重点区域

定海区：5片耕地重点区域
普陀区：6片耕地重点区域

岱山县：4片耕地重点区域
嵊泗县：1片耕地重点区域



5.2 有序推进耕地“多田套合”

5.3 探索开展陡坡耕地布局优化

开展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建设1

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建设2

促进高标农田、粮功区与永农“三区合一”3

构建陡坡耕地布局优化管控机制

合理确定山坡耕地布局优化范围

1

优化调整平原林果业发展布局

2

3



06  谋划推进重大工程

6.1 耕地布局优化工程

6.2 耕地提质增优工程

6.3 耕地集中连片工程

6.4 农田设施提升工程

6.5 耕地土壤健康工程

6.6 耕地价值提升工程

6.7 耕地制度建设工程



耕地布局优化工程
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依据，结合自然地理格局，扎实推进优质耕地

“多田套合”，统筹推进陡坡与平原农用地布局优化和整治提升，促进农业
生产空间布局优化。

耕地提质增优工程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进出平衡管理要求，确保优质耕地数量不减少，统

筹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地力提升工程、高效节水灌
溉工程，稳步提升耕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

耕地集中连片工程
推进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协同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打

造耕地布局集中连片、农田配套设施完善、生态和谐田园美丽、适合规模种
植和现代农业生产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农田设施提升工程
强化耕地基础设施配置指引、构建产业融合发展用地配置指引，推进绿

色农田和美丽田园建设，不断完善农田配套设施，提升农田生产能力。

耕地土壤健康工程
实施化肥减量增效、健全耕地质量监测监管机制，开展受污染耕地安全

可持续利用，改善土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

耕地价值提升工程
发挥耕地多元价值，推动耕地保护价值实现与传承专项行动，加强农耕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耕地保护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耕地制度建设工程
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制度建设，完善耕地保护利用体系，通过数字化、信

息化等科技手段，不断提升耕地保护利用水平。

06 谋划推进重大工程



07  创新耕地保护机制

7.1 突出强化耕地保护长效机制

7.2 全面构建耕地保护“田长制”

7.3 大力推进耕地数字化管控



突出强化耕地保护长效机制

07 创新耕地保护机制

l 签订耕地保护“军令状”

l 建立耕地保护奖惩机制

l 建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

大力推进耕地数字化管控
l 加快构建耕地保护“一张图”

l 全面推广“耕地智保”场景

l 建立耕地智保监测预警平台

l 实现耕地实时监控全覆盖

全面构建耕地保护“田长制”
l 构建党政同责“田长制”

l 推进五级“田长制”

l 建立“田长”巡查机制



08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8.1 加强组织领导

8.2 坚持规划引领

8.3 拓宽资金渠道

8.4 加快技术支撑

8.5 营造良好氛围



08  强化规划实施保障

u 压紧压实各级耕地保护主体责任 
u 强化落实耕地保护部门共同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

u 构建规划实施和传导体系
u 强化与规划年度计划衔接 
u 加强规划实施管理与评估

坚持规划引领...  

u 多方途径筹措资金
u 建立耕保专项资金
u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拓宽资金渠道

u 科技化提升耕地保护智慧监管水平 
u 信息化建设增强耕地资源治理能力 
u 专业化管理提升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加快技术支撑...  

u 加大耕地保护利用宣传力度
u 挖掘和传播耕地的文化价值
u 坚持公众共同参与耕保工作

   营造良好氛围



为提高规划科学性、可实施性，根据相关规范及要求，

《规划》现面向社会公众征询意见，凝聚社会智慧，共同

坚守粮食安全底线，统筹推进各类耕地保护利用工作。

本规划所有数据和内容以最终批复文件为准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舟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

期待您的参与，倾听您的建议!


